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≠  真鲷 Παγ ροσοµ υσ µ αϕορ 由于受季节风的影响

北方地区冬季水温过低 自然条件下无法度过冬季的

低温时期 因此冬季越冬技术成为北方真鲷养殖的重

要研究课题之一∀ 近年来国内有些单位对真鲷进行过

不同形式的越冬和养殖试验 本研究在国家攀登计划

项目的资助下 于 年 月∗ 年 月在黄

海水产研究所小麦岛试验基地对真鲷幼鱼室内越冬技

术进行了试验∀

 试验条件和方法

 鱼种来源

试验用鱼为黄海水产研究所 年春孵化培育

的人工鱼 全长 ∗ 体重 ∗

日龄 ∀

 冬季自然水温下真鲷幼鱼的耐受力试验

当海上水温降至 ε 以下时 取真鲷幼鱼

尾 置于海上网箱 规格为 ≅ ≅ 内 网箱

设在避风!流小的小麦岛西部湾内∀随着水温的下降观

察记录水温变化和鱼的活动情况!死亡尾数∀

 不同水温下真鲷幼鱼的摄食率及生长对

比试验

试验在容积为 有效水体 的方形

ƒ ° 水槽内进行 各试验组水温用恒温控制仪控制在

? ε 饵料为冰鲜玉筋鱼加小杂虾 玉筋鱼Β 小杂

虾 Β 日投喂 次 喂至饱食∀每日吸底 ∗ 次

日换水率 试验的水质指标为 盐度 ∗ !

∗ !溶解氧含量 ⁄ ∗ !总

氨氮 2 Β ∗ ∀ 各试验组分别投鱼

尾∀

摄食率试验设 ε ε ε ε

ε ε ε 个温度组 用冰鲜饵料和

配合饵料 用鱼粉!虾粉!小麦粉!大豆饼!维生素为原

料制成 连续投喂 求出平均日摄食率∀

摄食率
投喂量 残饵量

体 重
≅

  生长对比试验设 ε ε ε

ε 个温度组 连续培育 统计成活率和增重率∀

 大水体集约越冬试验

越冬池及放养密度 使用 ≅ ≅

有效水体 水泥池 个 池内配有上水!充气和

加温管阀∀排水口位于池底中央通于池外排水沟 排水

口末端设阀门及活动摇臂器 控制水位∀ 共放鱼

种 尾 各池放养密度分别为 尾

尾 尾 ∀

设置环流 在越冬池内设置环流板 环流板下方

安放气石 靠环流板对充气水流的反作用力形成定向

水流 以环流方式进行越冬饲育∀

水质条件 试验用水为砂滤海水 用蒸汽锅炉控

制水温 ∗ ε 其他水质条件控制如下 盐度

∗ ∗ ⁄ ∗ 2

∗ ∀

越冬管理 采用常流水方式换水 日换水率

∗ 使用小型无油空压机连续充气 每 ∗

安放一个气石 每天吸污 次 每 清池 次 清池

时洗刷池壁及池底并用预热水冲净 饵料为冰鲜

玉筋鱼加小杂虾 Β 每日投喂两次 日投喂率

∗ ∀

 结果

 真鲷幼鱼对自然低温的耐受力

青岛小麦岛海区冬季自然水温变化与真鲷成活率

的关系如图 所示∀ 月下旬自然水温降至 ε

以下 在每天降温 ∗ ε 的情况下 水温降至

年第 期

≠ 国家攀登计划 / 海养生物优抗研究0项目资助课
题∀
收稿日期 年 月 日



ε 以下时 鱼即不再摄食∀ 月中下旬水温 ε 左

右时 少数鱼 左右 因不适而死亡∀ 水温降到

ε 以下时成活率急剧下降 这时鱼体力下降 反应迟

钝 部分出现冻伤 失去平衡∀ 水温 ε 时死亡率达

两天后水温降到 ε 时 全部死亡∀

图  冬季自然水温变化与真鲷成活率的关系

小麦岛海区

 不同水温下真鲷幼鱼的摄食率
图 所示真鲷幼鱼的摄食率与水温呈正相关 在

∗ ε 水温范围内 随水温的下降摄食率也随

之降低∀就鲜饵而言 水温 ε 时摄食率为 水

温 ε 时摄食率 ε 时摄食率

ε 时摄食率为 ε 时摄食率 水

温 ε 时基本不摄食 对鲜饵的摄食率 对配

合饵料的摄食率为 ∀ 水温 ∗ ε 投喂时 均

有明显的争抢现象 摄食欲望较强 而在水温 ε 投

喂时 无争抢现象 摄食欲望低∀

图  不同水温下真鲷幼鱼的摄食率

 不同水温下真鲷幼鱼的生长对比试验

表 列出了 ∗ ε 水温下真鲷幼鱼生长情况∀

从表中看出 在水温 ∗ ε 条件下 全长体重均呈

正增长趋势 成活率均为 ∀ 其中以 ∗ ε 综

合效果最佳 ∗ ε 效果其次 ∗ ε 效果尚可∀

∗ ε 时体重则呈负增长 成活率为 ε 各项测

量指标均为最低者∀ 由此说明真鲷当年苗越冬对水温

的要求为 ε 以上∀

 大水体集约越冬试验
真鲷当年幼鱼在水温 ∗ ε 的条件下 经

的室内饲育结果示于表 ∀ 在 的饲育水

体中投入鱼种 尾 平均全长 平均体重

∀ 共安全越冬健壮鱼种 尾 总成活率达

平均全长 平均体重 平均日增

重率 ∀从越冬密度对成活率和日增重率的影响

看 随密度的增大 成活率和日增重率有下降的趋势

但差异不显著 说明在本试验条件下 ∗ 尾

的越冬密度均可安全越冬∀

 结语和讨论

 水温是影响真鲷越冬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∀

从本试验结果看 越冬水温与鱼的摄食率和增重率呈

正相关 参照图 表 从摄食情况看 水温 ε 以

上时摄食率为 以上 投喂时争抢明显 摄食欲望较

强 ε 以下时基本不摄食 从体重增长情况看 水温

ε 以上的体重呈正增长 而 ε 时虽少量摄食

但摄入的能量不能维持鱼体抵御寒冷所消耗的能量

故鱼体重呈负增长∀ 从生理上分析可能与鱼体内酶的

活力有关 水温高时鱼体内酶的活力增强 促使消化吸

收功能的提高 从而使摄食率和日增重率增大 反之水

温降低时鱼体内酶的活力减弱 使摄食率和日增重率

降低∀因此 真鲷室内越冬的水温应在 ε 以上 从节

约能源和降低成本出发 又能达到较好的成活率和生

长效果 则可选择 ∗ ε 比较适宜 越冬密度应在

∗ 尾 为佳∀

 在大水体集约越冬试验中 作者在越冬池内

定向设置环流板 使培育水在池内形成环流∀环流的形

成可保持培育池内水环境的统一 避免局部缺氧 并形

成/ 活水培育0∀ 同时 由于环流的作用 可使池内的残

饵!粪便等集中于池底中央 便于清底∀由此可见 环流

培育可大大改善水质条件 促进鱼的生长发育和新陈

代谢 并提高培育密度∀本试验由于采取了环流培育等

措施 使 ∗ 尾 平均 尾 的越冬密

度 在低换水率 ∗ 的条件下 安全越冬 成

活率达到 并且保证了鱼体重的正常增长 平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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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增重率为 与小水体生长对比试验结果基本

相吻合 如果饲育水温再适当提高一些 增长率可能还

会提高∀

表  越冬期不同水温下真鲷幼鱼生长情况

水
 
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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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

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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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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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   池

尾数

尾

平均全长 平均体重

培育

天数

全长

增长

体长

增长

日增

重率

成活

率

∗

∗

∗

∗

表  真鲷幼鱼集约越冬结果一览表

池
 
号

水

体

布    池

尾数

尾

平均全长平均体重 密度

尾

出    池

尾数

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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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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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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∗

∗

∗

合计     

   采用大规模高密度集约越冬技术可有效地

降低越冬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∀本试验使用的越冬水体

安全越冬鱼种共约 尾 试验的直接

成本 包括燃料费!水电费!饵料费!人工费等 约

元 人民币 由于使用的加温锅炉为 蒸

汽量的大型锅炉 虽然加温水体小 但是锅炉本身的能

量浪费较大 若采用小型锅炉加温或扩大越冬规模 成

本还会相对降低∀ 如果利用发电厂余热海水或地下温

海水进行集约越冬 将会大大降低越冬成本 取得更好

的越冬效果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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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鲷育苗期间的几种病害与防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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α  笔者在多年的黑鲷 Σπαρυσ µ αχροχεπηαλσ 人工

育苗试验中 对黑鲷仔!稚!幼鱼期出现的鱼病做了一

系列观察研究 本文谨就几种常见疾病 从病原!病症!

病因及防治方法等方面介绍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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